
被饱和到光腔镜面损失所规定的 值 一

命 ‘ 从而在流动入口 的镜面上
,

辐射场达到了很高的峰澎

这一现象显然不符合实际观察到的实验结果
。

年 姗 亦指出了 欣旧 这一假定的不合理性
,

同时他提

出了另一稳定振荡条件
夕 , 八

万
。

一

俨一丽 坦 砚玉瓦⋯劣一叽

这里 是沿流动方向镜子的长度
。

他并没有证明这一条件的正确性
,

只是认为这一条件比 ” 条件的优

点似乎考虑了衍射效应
。

他在辐射场均匀分布的假定下
,

利用这一稳定振荡条件
,

计算了输出功率
。

本文导

出了一般的稳定振荡条件
,

并指出在 劝变化不太剧烈的情况下
, ￡ 的条件可近似适用

,

但不能在所有情

形都假定辐射场均匀分布
。

最近
,

对采用不稳定腔的高速流动激光器
,

把辐射场方程与增益动力学方程联立起来求数值解的工作发

表不少
,

这些计算可以算出辐射场的三维分布
,

并可计算激波
、

镜子畸变与光偏差等对辐射场分布功率的影

响
。

但对于平行平面镜的情形
,

用这些数值迭代法一般得不到稳定收敛的解
。

正如本文指出的对这种谐振

腔一般是多模振荡
。

本文就是研究充有高速流动介质的平行平面镜腔的模式结构与功率
。

我们首先由辐射场方程与边界条

件导出一般的稳定振荡条件并由它求出功率表达式
。

用几何光学近似求出横模表达式
,

并 对 的 典

型实验进行了计算
,

计算结果与 的实验结果基本相符
。

高速流动型激光器超音速喷管的计算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盛家宁

本文分两部分
,

目的为高速流动型激光器提供喷管设计的依据
。

第一部分以喉道处直音速线为初始条件
,

用特征线法对二维超音速锐角喷管进行了计算
,

分析了节点

法和区域法中特征网格稀密度和计算精度的关系
,

得到了比热比为
、 、 ,

出口 马赫数为 叭
· 、 · 、 · 、 · 、

生 、 · 、 ·

和
·

等各种组合时喷管型线 组
,

作为对照
,

也对风洞中常

用的 “ ” 喷管设计法作了相应计算
,

列出了全部喷管型线、

第二部分以喉道处跨音速流场的弯曲等特性线为起始条件
,

用特征线法对各种不同膨胀速率的超音速

喷管型线进行了计算
,

得到了喉道处为锐角膨胀和弧型膨胀的两类快速膨胀喷管型线
,

将所得结果和第一

部分有关型线作了比较
,

分析了它们对高速流动型激光器的适用程度
,

给出了比热比为
,

出口马赫数为
、 、 、

及
,

喉道曲率半径为一倍喉高的超音速段型线
,

该型线是喉道呈弧型膨胀时壁

面不出现逆压梯度的最快膨胀形式
。

本文所给数据
,

可作喷管设计参考
。

本文计算程序
,

可推广应用于任意跨音速流场之解
。

气动激光器的非平衡流计算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严海星 陈丽吟

本文对 , ,‘ 必 激光体系提出了三振型四 振动 温度的振动弛豫模型
,

并给出了正确的弛豫方程

组
。

此方程组同样适用于存在辐射场的情况
。

对 盛刀 幻 采用的弛豫模型和弛豫方程组作了评述
,

认为他



们采用的线性化弛豫方程组及 , 物 振型与场 二 振型平衡的假定对于小信号增益计算均会导致 较

大的误差
。

我们对气动激光器的准一维非平衡流计算中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作了详细分析
。

用 自己收集
、

处理的 包

括最新实验结果的 弛豫速率数据
,

采用非定常技术 时间相关法
,

编制了计算程序
,

在国产的 一 电子

计算机上进行了大量的数值计算
,

特别 是对有实用价值的燃烧型气动激光器的各种条件做了详细分杭 得到

了一系列结果
,

可供设计和改进气动激光器时使用
。

我们的计算结果消除了别的作者的理论计算与实验不

能很好相符的现象
。

对于燃烧型气动激光器
,

滞止温度有一最佳值
,

在 范围内
,

加大喷管的膨胀面积比可有

效地提高器件的小信号增益和最大可用激光能量
。

适当地减小喉道高度对性能也有所改进
。

研究了各区段

喷管型线对器件性能的影响
,

最小长度喷管比圆喉道喷管的小信号增益高不到
,

滞止温度高于

时差别更小 面积比大于 以上的亚音速段喷管型线对冻结效果几乎没有影响 光腔段进一步膨胀可使增益

略微提高
。

研究了气体组份
、

滞止压力对燃烧型气动激光器性能的影响
,

器件最佳水含量在 左右
。

与

的论证不同
,

我们的结果表明
,

在高滞止温度
,

大面积比的所谓第二代气动激光器中
,

水的最佳含

量仍在 左祝 器件性能随水含量的增加而迅速变坏
。

初步讨论了弛豫模型
、

方程和弛豫数据对非平衡流计算的影响
,

表明无论弛豫模型和方程还是弛豫数据

都对计算结果影响颇大
,

的计算中这两种误差有一定的抵消
,

但这种抵消不可能总是十分充 分
,

因而出现了理论结果大大低于实验的不合理现象
。

流 动气体放 电的热稳定性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机所 王裕民

在大体积气体介质中如何实现稳定的辉光放电是获得高能激光器的关键技术
。

因此大体积放电稳定性

的研究是一很重要的课题
。

我们将放电稳定性分为两种类型
。

一种是与等离子体中带电粒子产生消失有关

的过程
,

如负离子引发的不稳定性等 另一种牵涉中性粒子密度等变化
,

这个过程是较慢的
,

我们称之为热不

稳定性
。

我们着重研象了热不稳定性
,

与文献
,

即乙夕 脚 “ ,

邓
, ,

不同
、,

我们直接给出密度随时间空间的变化特性
,

以便更好地了解这种热不稳定性是如何引发的
。

由于电子密度
、

气体密度
、

压力等的不均匀性都会引发放电的不稳定
,

考虑到不均匀造成的空间电场后
,

电子密度在电场方向的不均匀性很容易导致负离子型的放电不稳定
。

而热的不稳定性主要是由于在垂直电

场方向上各种量的不均匀性引起
。

我们计算了在这一方向上电子密度
、

气体密度等量的动态起伏和静态不

均匀性如何使气体密度下降出现正反馈
。

由于热效应
,

介质中总有一处的密度发生指数降低 密度的变化是

以介质流动速度 、。
及 。。 士内 声速 传播的 发生变化的区域并不局限在“扰动元

,

之内
,

而是遍及整个放

电区
。

对亚声速放电
,

总有一些区出现密度持续下降
。

我们把发生密度下降的时间叫 、
,

则对亚速放 电

乍 斗
, 对超声速放 电 , 竺

滞 是放电区温流向的长度 由此得到热 稳 定 的连 续 放 电的 条件 为

是放电成孤的特征时间
。

几 、 。

若
犷

刀, 一 皿
或 会 ‘ 尸。

”, 一 招
了 是比热比

, 尸。为气压
,

入 分别为放电电流密度
、

电场强度
,

若是与介质成分
、

何
、

氏 有关的参量
, 刀,

为

热效率
。

由此可见对低热效率的介质和低气压
,

用超高速办法可以容易实现连续稳定的放 电
。

但由于热效

应放电区总不能无限扩大
,

为了在更大尺寸上实现高能激光连续运转
,

应该采用湍流放电
,

因湍流放电中

密度扰动特征尺寸不是
,

而是以湍流特征尺寸 子《 。


